
暑假实践活动感悟(大全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心得感悟对于我
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感悟呢？那么下面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感悟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暑假实践活动感悟篇一

如果我们的三下乡活动永远不会结束，那么我真的还挺愿意
在那里继续生活下去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在那过着酒足
饭饱、舒坦的生活，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努力把艰难的生活
过得多姿多彩。在这个条件相对不是那么好的小学支教，我
们每天除了上课，似乎没有别的什么事可以干的了，然而我
们这些富有才华的大学生志愿者，在课余的时候让整个校园
充满了欢声笑语。

参加这次活动的十四个人当中就有八个男生，这些男生不仅
有才华，而且很勤快，个个都会下厨，做家务，更让我们惊
喜的是他们都做得比女生好。虽然每餐我们都安排了两个人
煮饭，但是每到煮饭的时候，厨房了总是挤满了人，大家互
相帮忙，帮不上忙的也会在一旁聊天，开玩笑，因此这个时
侯厨房是最热闹的。我们的伙食不是很好，十四个人，而每
天的菜钱才是三十块左右，可是由于男生做菜技术非常好，
我们每一顿都吃得饱饱的。我们吃饭的地点就是宿舍门口的
空地，每次吃饭，大家都是装好饭菜，就在宿舍门口席地而
坐，有点像农民工。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胃口和心情，大
家有说有笑的，甚至开玩笑，也许就是这种氛围让我们把不
是美味佳肴的饭菜也吃得津津有味吧。

饭后，我们有时候聚在一起看电影，有时候跳跳舞，有时候
聊天，有时候开会，有时候到学校外面去散步，当然大部分



时间还是用来排练活动最后一天的公演节目。我们的志愿者
当中有两位是学校舞蹈协会成员，所以我们在娱乐的时候总
是会叫他们教我们跳舞，因此我们每个志愿者都学会了跳慢
四，而我自己还学多了一种走“之”字步。这不，我们在和
湛江师范学院的志愿者联谊搞晚会的时候，我们广东石油化
工学院的志愿者随手就有节目参加了。

三下乡其间的生活让我感觉比在我们大学的生活还要愉快，
真的是无忧无虑，即使有忧虑也会有收获。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跟学生的感情刚到浓厚的时候，
我们却要分离了。然而最不幸的是我们连跟学生道别的机会
都没有，最后两天台风来袭，被逼停课，最后一天公演也只
能取消。我们这些志愿者老师和学生辛辛苦苦排练的节目到
最后都没有机会表演，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他们把我们教的东
西学会了。

其实最后两天是最值得我们每一个志愿者刻骨铭心的，倒数
第二天十二级台风来袭，我们都以为只是下大雨，风不会很
大，谁知道让我们措手不及。没有储备好粮食，而学校的安
全措施不好，那些窗和门都被风吹得噼里啪啦地响，一阵风
吹过，很多窗的玻璃都会被吹掉到地上摔碎。宿舍门由于没
有门闩，我们要用桶装水顶住，可是风太大顶不住，最后每
个人不得不轮流顶着门。而雨水又通过门缝吹进来，所以我
们还得有人打伞为顶门的人挡雨，靠窗的床都被淋湿了。到
了晚上，风虽然小了，但是还在下大雨，整个校园一片狼藉，
许多大树被吹断了。没有电，我们在小卖部买回来的方便面
也住能用柴烧开水泡，每人只有一包，饿了一天才吃一包面
顶着。漫漫长夜没有电怎么办?手机没有电了，我们都担心无
法联系到回去的车了。夜晚，女生不敢睡，幸好有人的手提
电脑充好了电，我们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看电影，聊天。

第二天，依然下雨，我们饿着肚子联系回去的车。有一部分
学生来了，其实他们是知道我们要走了，他们带了礼物给我



们，还写了感谢信，他们很希望我们能够多留几天，可是我
们不得不走了。

这一次三下乡让我积累了做老师的经验，学会了与人相处，
还获得了一份难忘的快乐的回忆。

暑假“三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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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实践活动感悟篇二

今年的暑假，对于我来说注定会有不平凡的记忆，因为我荣
幸地加入了我们学院的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大
学生关爱农民工子女服务团。我们的目的地就是城口县修齐
镇，大巴山中的一个贫困地区。

我们深夜踏上北上的火车，带着重重的行李，向着我们期盼
的方向出发。火车上，大家都兴奋得难以入眠，有的在准备
支教教案，有的在设计文艺汇报演出的节目，有的聊起了天。
在凌晨四五点，我们到达了万源，简单的吃了点面然后又驱
车前往城口县。汽车在雨后的山路上蜿蜒爬行，途中还遇到



了个小插曲：连夜的大雨致使山体滑坡，我们被困在山路上
达两个小时，进退不得。经过工作人员的抢修，最后终于通
行了，看着沿路大大小小的落石，我们心中不免有一丝的不
安，但是这丝毫没有动摇我们社会实践的决心。经过漫长的
旅程与再次转车，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大家带着极大的疲惫
来到住处，还未有一点点休息，大家就开始投入到准备工作
中，因为团队成员都知道这次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没有一个
人怠慢。

大雨后的大巴山水汽缭绕，看不清山的形状，只能大致辨认
它们的轮廓，河水因为大雨的缘故也变得激昂，在车上，看
着这样的景致，我陶醉了，我知道我爱上了这里。这里就是
我们将生活一周的地方，支教、走访陪伴留守儿童、建立新
农民学校、送文艺下乡。在贫困的大山里，我们将用我们的
激情去实现我们的承诺，为城口县修齐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为当地的留守儿童送去一丝关爱，为当地的农民送去科
技，为当地的百姓送去丰富的文艺。我们是一个团结的队伍，
用满腔的热情去完成我们的责任与义务，在我们齐心协力与
认真踏实的基础上，我们一定会让此次社会实践变得与众不
同！

暑假实践活动感悟篇三

“银河之星”团队，在7月16日，走访了双峰县农业辣酱产业
部，得到了湖南省湘军永丰辣酱有限公司负责人严主任的热
情接待，通过对相关人员的采访，我们了解到永丰酱园的原
料采购、生产流程及模式、产品销售等情况，发现其十分重
视产品质量，创造性地采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取得很
大成功，但依然诸如也存在忽视人才培养、政府关注不够的
问题。

同时我们在后面的日子里，也随当地工作人员，对永丰辣酱
的种植基地进行了考察，了解到生产需要为农户提供种苗，
按照该公司的要求生产辣椒。从辣椒苗的种植、开花、结果



到收购，公司会专门对每个过程进行检查监督，并对农药、
化肥的使用也有严格要求。同时直接与农户签订收购合同，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以不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进行收购。这
也许是一种与当地相结合的合作政策。

无论是对企业的访问，还是对当地民众的走访，我们都以高
质量的要求去完成，当然辛苦是肯定的，但是大家都很开心，
因为能够以一个团队的形式一起奋斗，感悟从中了很多，也
收获了很多。从而越来越意识到才识的疏浅。为此，晚上，
我们拿出笔和纸，一起熬夜写稿，一起讨论课题，细小繁琐
的事我们认真的完成。很累，但很开心。大家在一起的感觉
真好!躺在床上，我在想：是什么样的缘分，让我们能一起参
加三下乡，认识这么多可爱的朋友，为了共同的目标，付出
自己的真心。机缘难得，唯有。珍惜今天，珍惜生活，珍惜
让我富有!来自不同地方的13个人，在一起工作，一起生活，
良好的团队意识是一切活动成功的前提。我们是一个团体，
一个集体，还有，细节决定成败!任何一份工作，一次活动，
都需要去精心策划，未经深思熟虑，会忽略了很多细节，降
低效率。细节永远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敌人。

当然，在我们这次活动取得丰收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我
们的工作也仍存在着诸多不足，如对下乡的总体认识还不够
深刻，由于缺乏经验，一些准备工作跟实际的工作有一定差
距，一些工作细节也还考虑得不到位等。但我们依然相信，
有收获，有经验，有挫折，有教训的活动才是一个真正意义
的实践活动。作为当代大学生，这也是一份社会责任感。

暑假实践活动感悟篇四

社会和大学一样也是一个学习和受教育的地方，在那片广阔
的天地里，我们为将来更加激烈的竞争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
础。暑期实践已告一段落，应对不可知的未来，我会汲取暑
期实践的经验，锻炼提高融入社会的潜力。尽管前面有鲜花，
也有荆棘，但我必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将自我的潜力展



现出来，为社会贡献出一份属于自我的力量!

我在这次三下乡中明显提高了以下几点:

一、主动提问

我当学生干部的日子也不少，就是不好意思主动的去找一个
提问，有点害羞。

但自我当了这队长之后，不论什么事情自我都得出面，他们
有问题就问我，有难点就向我提，而我也是学生，也会有问
题，在这儿老师不在的时候我就相当于是老大了，什么事都
要解决，不会了怎样办呢，只有自我去问啊，就这样，我在
同学们问我之前先向老师或者是当地的负责人了解过来，这
样一来，活动开展的顺利，同学们也就都有了信心。

二、关心他人

以前都是有活动了大家在，开展结束了就自走自的了，从来
没有说还要在一齐那么多天的，透过这一次，我明白了原先
关心他人也是交朋友的一种方式。

三、不断的学习新知识

在此刻的社会知识时代，不能够快速的学习新事物就会落后，
这次活动让我是亲历了一回，没有新的信息就不能够更好的
开展活动。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行，这一点是主点，能够在活
动中得出这来，是我最大的收获了!!

对于我来说，活动是下次的成功的道路，没有活动就没有机
会，在活动中能够会有许多的机会，而这机会也是自我日后
成功道路的石子。三下乡为的是更好的让大学生了解当今社
会，更好的适应以后的社会，为出社会做了一条道路。只有
真正的投入其中去，才能够领略到当中的道理，不要为了三



下乡而三下乡。在活动中每一位同学都要注意自身安全，同
时也要互助、互爱。在一个合楷的气氛中开展活动，对人对
已都有好处。不论是活动的前后，有一颗善良的心，一个良
好的心态，一个开心的情绪，对突发的事件能够持续冷静，
以平常心来对待!队员之间能够持续良好的联系，外出事先报
队长得到批准。每一天记日记，记录好当天的生活点滴。这
对自我的以后回忆会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同时也是好文章的
来源。泪水与喜悦，还是要落入俗套，最想说的一句话还是
时光过得好快，七天的暑期实践活动就这样结束了。从开始
时的喜悦与好奇到如今的怀念与不舍，种种感想在这短暂而
又漫长的七天里，从我的心里飘过飘过，难以忘怀!这七天的
暑期实践经历，我获得了很多，有友情，有经验。。。

暑假实践活动感悟篇五

今年七月十九号，我参加了由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组织的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我们的营队名称是“扬青春
风采、促进位赶超”。我们营队这次下去的主要活动内容是：
宣传湖生态经济建设;同时做好关于土地流转、劳动力流转
和“三农”问题的问卷调查;通过座谈等形式，了解乡镇基层
党建现状及存在的困难;了解大学生村官以及“三支一扶”人
员的工作情况;依靠多种渠道，获取“环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的相关信息与数据;深入农村、走进农户、贴近农民，做到了
解农民疾苦，真实的反映农村的现状，呼吁社会给予“留守
老人”“留守儿童”足够的关注。

在为期一个星期的下乡过程中，给我感触最深的还是是关
于“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问题。我觉得自己了解到
许多在课堂上无法了解到的事情，个人的心境也有了一些变
化，或者说是有了一些提高。

这几天，我们每天都会下到不同的村子，去做一些调查问卷，
和村民们进行交流沟通。我从小就很喜欢和别人沟通，我一
直觉得和不同的人沟通，透过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的是世



界。在村里的时候，我最多的就是和老人闲话家常，可以说
每个队员应该最多的就是和老人沟通，这并不是我们有多喜
欢和老人聊天，而是偌大的村里，几乎没有什么年轻人，年
轻力壮的大都出去打工了。

村里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现象非常严重。这个情况在下
乡之前，我们也是有做数据调查的工作的，多少是有些了解
的，但是冰冷的数总是不及真实的画面更令人震撼。七八十
岁的老汉，带着五六岁的孩童一起生活，这个画面没有给我
温馨的家的感觉，倒是莫名的衍生出一种苦涩。

在我眼里，人的一生有两个时间段是最温馨最幸福的。一个
是童年，而另一个则是晚年。在天真烂漫的童年里，可以无
所事事，可以无所顾忌的去做一些你想做的……当然我并不
是鼓励小孩子做什么坏事，只是觉得在孩童时代，总是可以
放开的去玩耍，去嬉闹，因为在这个时候，你的父母会一直
在你身后保护你。他们为孩子撑起了一片广阔的天。而在一
个人的晚年，是在经历过了年轻时的风风雨雨，风光也好，
落魄也好，晚年算是人生最后的避风港，儿女就是屋檐，理
应为自己的父母遮风挡雨，让他们安心，安享晚年。

而对于村里那庞大的空巢老人的阵容，我更是辛酸。家有一
老是个宝，但目前农村的状况，就是家有一老是根草，不仅
没有在年老时享到儿女的福，还要替儿女照顾一堆小孩。当
然，不可否认很多老人都是喜欢照顾小孩的，但这并不代表
他们就很愿意在自身精力很有限的情况下把照顾孩子再一次
的当成一份事业啊?也没有哪个孩子只想得到爷爷奶奶、外公
外婆的爱，一般来说都是更渴望父母的爱吧!

在外面打工的儿女也很辛苦，我也是为人儿女，也是懂得那
份心情的。想多赚一些钱，给自己的父母和小孩更好的生活
环境。这是一份大家都有的孝心。但是否想到过，树欲静而
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未知，你永远
不知道你在下一秒会失去些什么。也许有一天，你终于发达



了，你富有了，你衣锦还乡了，风光无限，你要来更好的履
行你爱父母爱子女的义务了。可是父母已经变得太老了，老
得再也无法和你好好说话，再也无法享受你给的一切……子
女也已经长大了，早已不是想在你怀里撒娇的孩童了，他们
也独立了，对你也只是陌生多过亲昵。终于，你有钱了，可
是却再也买不回父母的时间，和孩子的童年。有些东西就是
这样，错过了，失去了，就再也不会拥有了。

我在这里并不是责怪那些外出务工的年轻人，我只是想给他
们提一个醒。我现在还没有接触过社会，我对于生活的艰辛
一定不及他们了解，所以我是矛盾的。我一边想给他们提醒，
一边又觉得他们其实很不容易。但不管是为了什么，或是有
多么的无可奈何，都尽量多挤些时间来陪陪自己的父母和孩
子，他们永远都是最珍贵的宝藏。我期待更多老人和孩子的
笑脸!

在乡的这段时间里，“三支一扶”的人员也到了我们住的地
方和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座谈，其实也可以叫做聊天。来的是
一位在乡卫生所支医的一位漂亮湖北姐姐，她也就比我们大
三四岁的样子，就像学姐一般。她在乡已经两年了，再有两
个月她的服务期就满了。我们都很敬佩她可以在这么艰苦的
地方坚持两年。她和我们说，一开始也会有很多怨言，也会
想不开，也会有想回去的时候。但是后来在这里看到这里的
农民的辛苦，看到他们因为生病而难过的样子，再加上自己
的生活目标的慢慢明确，心也就渐渐定下来了。我觉得她让
我们学会很多，我们下乡7天的时间都会觉得这里艰苦，而她
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两年。她又不是当地人，语言上也不通，
家人，男朋友都在深圳工作，并且也一直叫她到深圳工作。
她可以说是顶着对家人的思念和家人对她的埋怨在这边为村
民们工作。我觉得她的信念真的值得我们敬佩。一个人的精
神境界永远不是看他有多少能耐，而是看他有没有把这些能
耐最大化。


